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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罗甸软玉矿的发现及岩石矿物学特征

支颖雪，廖冠琳，陈 琼，李英哲，周征宇
（同济大学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，宝石及工艺材料实验室，上海 #""">#）

摘 要：贵州省境内近期发现了新玉石矿，玉石以白 浅绿色为主，偶见糖色、青色，多呈蜡状 弱油脂光泽。通过对

采自该矿玉石样品的镜下观察，配合?(/+及@+A等大型仪器分析，确定其主要为透闪石矿物所组成的矿物集合

体，与新疆和田玉基本一致。6*0观测结果揭示，该矿软玉中透闪石矿物主要呈纤维状、柱状和片状变晶结构，晶粒

（片）粒度小，结构致密。其中具纤维状交织结构的软玉质地最为细腻，质量较好，与新疆和田玉相似度较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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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国内软玉主要产于北方新疆（唐延龄等，

#""#）、青海（岳蕴辉，$>>>）、岫岩（王时麒等，#""#）

等地，产量较大，具有一定的市场；南方除溧阳（钟华

邦，$>>"）、南平（汤德平等，$>>B）和龙溪（王春云，

$>>!）等地有零星软玉矿脉产出的报道，未发现具有

一定规模的具开发利用价值的软玉矿床。时至今

日，随着多年的开采，软玉资源的日渐稀少与市场需

求量日益剧增的矛盾愈发明显。近期，在中国贵州

省境内发现规模较大的软玉矿产资源，一方面为缓

解软玉供需矛盾提供了可能，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南

方大陆找玉提供了突破口。然而，由于该矿软玉发

现较晚，其外观、物质组成及质量等指标是否与传统

的软玉相符成为地质工作者首先关注的焦点。针对

上述问题，笔者对贵州新矿软玉（下文简称“贵州软

玉”）的岩石矿物学特征开展了初步的谱学研究，并

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该新软玉资源的关注。

$ 样品采集及描述

笔者所在课题组于#"$$年C月!:月期间先后

!次对该矿进行考察，并实地系统采集各色典型软玉

样品。本次实验样品包括白色、灰白色、青白色、浅

收稿日期：#"$$ "9 $:；修订日期：#"$$ "B ":
作者简介：支颖雪（$>%% ），女，汉族，博士生，主要从事岩石矿物学方面的研究，*IWMG4：QMG<S"$#%###"<GHM5X3W；通讯作者：周征宇

（$>B% ），讲师，博士，主要从事宝石矿物学及矿床学方面的研究，*IWMG4：MQMW<OOS7"SMP335X3W5XH

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。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 

 

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 

 

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 

 



发现，贵州软玉中透闪石矿物主要呈柱状、纤维状及

片状!种形态。结合透闪石微晶的相互结合关系，

将软玉分为"种结构：!毛毡状（纤维）交织结构（图

#$）：透闪石纤维细小，粒径!%"&，常呈无序杂乱交

织，紧密嵌合。具该结构的软玉韧性极佳，质地细

腻，可具弱油脂—油脂光泽；其加工性能和商业价值

最高，但产量最少。#弱定向纤维状结构（图#’）：透

闪石呈纤维状、显微片状相互交叠，具弱定向性，嵌

合较紧密。具该结构的特征的软玉所占比重较大，

韧性稍弱，仅次于具毛毡状结构者，质地较上乘，具

有较好的商业价值。$柱状变晶结构（图#(）：透闪

石主要呈长柱状，相互堆叠交织，常可见大块斑晶杂

于其间。具该结构的软玉相对韧性较差，结构较粗，

抛光面多呈蜡状光泽，较适合于做一般工艺品。%
片状结构（图#)）：透闪石主要呈假四方或不规则片

状相互堆叠。片晶厚度约%&*"&。具该结构的软

玉透明度相对偏高，蜡状光泽。但因片晶结合力相

对较弱，其加工性能差，易沿片晶堆叠面拆离，商业

应用价值相对较低。

图# 贵州软玉扫描电镜图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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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 讨论与结论

（%）贵州软玉颜色较为丰富，可见白色、糖色、

浅绿色、青色等多种色调。目前开采的矿脉多以白

色及浅绿色为主，占矿区总产量的>?@以上。其中

浅绿色品种与青海软玉中的绿色软玉品种较为类

似，但颜色相对略嫩而不鲜艳。

（*）贵州软玉主要组成矿物为透闪石，与新疆、

青海、俄罗斯、韩国等目前市场主流产地软玉基本一

致。但相对蜡感略强，密度略低。推断可能与其中

含有较多的灰岩杂质有关，但仍需辅以进一步的测

试工作加以佐证。

（!）贵州软玉中透闪石变晶显示出粒度小、分

布均匀的特点，因而其结构较为细腻。同时，贵州软

玉具有与新疆软玉类似的毛毡状（纤维）交织结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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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青海软玉类似的平行 弱定向纤维交织结构；以及

与韩国、青海等地软玉类似的片状变晶结构，因而该

地软玉具有丰富的开发利用价值。

致谢 感谢贵州省红水河镇镇政府对本次研究

在野外踏勘、样品采集及地质资料提供等方面给予

的积极配合与热情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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